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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版

一 晴川送客图 轴 纸本 水墨 明

赵原

二 万竹图（部分）卷 纸本 水墨 明

洪武二年 宋克

三 松溪幽屋图 轴 纸本 水墨 明洪

武二十八年 徐贲

四 溪山图 轴 纸本 水墨 明洪武五

年 徐贲

五 岳阳楼图 册页 绢本 水墨 明

夏永

六 云龙图 轴 绢本 水墨 明 杨月

涧（传）

七 为密斋写山水图 卷 纸本 水墨

明永乐二年 王绂

八 竹石图（部分） 卷 纸本 水墨

淡设色 明 王绂

九 竹石图（部分） 卷 纸本 水墨

淡设色 明 王绂

一○ 秋林隐居图 轴 纸本 水墨 明

建文三年 王绂

一一 离合山水图（二幅） 轴 纸本

水墨 明 佚名

一二 牧马图 轴 绢本 设色 明 佚

名

一三 雪溪群鸟图 轴 绢本 设色 明

佚名

一四 寒山归鸟图 轴 绢本 水墨 淡

设色 明 佚名

一五 一笑图 轴 纸本 水墨 淡设色

明宣德二年 朱瞻基

一六 双犬图 册页 纸本 水墨 淡设

色 明宣德二年 朱瞻基

一七 山溪呦鹿图 册页 绢本 水墨

设色 明 佚名

一八 雪柳白鹭图 轴 绢本 设色 明

佚名

雪柳白鹭图（部分）

一九 鹰雉图 轴 绢本 水墨 设色

明 佚名

鹰雉图（部分）

二○ 二马图（部分） 轴 绢本 设色

明 佚名

二一 陶渊明抚松图 轴 绢本 设色

明 佚名

二二 柏鹰图 轴 绢本 水墨 设色

明 边文进

柏鹰图（部分）

二三 鸠图 卷 绢本 设色 明 边文

进

鸠图（部分）

二四 双鹤图 轴 绢本 设色 明 边

文进

二五 百鸟三友图 轴 绢本 设色 明

边文进

二六 双钩竹石图 轴 纸本 水墨 明

金湜

二七 杏园雅集图（之一） 卷 绢本

设色 明正统二年 谢环

二八 杏园雅集图（之二） 卷 绢本

设色 明正统二年 谢环

杏园雅集图（部分）

二九 箕山高隐图 轴 绢本 水墨 淡

设色 明 戴进

三○ 灵谷春云 卷 绢本 设色 明

戴进

灵谷春云（部分）

三一 雪归图 轴 绢本 水墨 淡设色

明 戴进

三二 松岩萧寺图 轴 纸本 水墨 明

戴进

松岩萧寺图（部分）

三三 秋江渔艇图（部分） 卷 纸本

水墨 设色 明 戴进（传）

三四 携琴访友图 卷 纸本 水墨 淡

设色 明正统十一年 戴进

三五 踏雪寻梅图 轴 绢本 水墨 设

色 明 戴进

踏雪寻梅图（部分）

三六 冬景山水图 轴 绢本 水墨 设

色 明 戴进

三七 月下眠舟图 轴 绢本 水墨 淡

设色 明 戴进

三八 夏木垂阴图 轴 绢本 水墨 淡

设色 明 戴进

三九 竹菊图 轴 绢本 水墨 设色

明 戴进

四○ 高士观瀑图 轴 绢本 水墨 淡

设色 明 夏葵

四一 雪夜访戴图 轴 绢本 水墨 淡

设色 明 夏葵

四二 灵阳十景图（之一） 册页 绢本

水墨 淡设色 明 夏芷（传）

四三 灵阳十景图（之二） 册页 绢本

水墨 淡设色 明 夏芷（传）

四四 山水人马图 轴 绢本 设色 明

宣德九年 郑文英

四五 山水图 轴 绢本 水墨 设色

明 李在

四六 山水图 轴 绢本 水墨 设色

明 李在

四七 楼阁山水图 轴 绢本 设色 明

石锐

四八 探花图（部分） 卷 绢本 设色

明成化五年 石锐

探花图（部分）

四九 贺岁图 卷 绢本 水墨 设色

明 石锐

五○ 苍筠谷图（部分） 卷 纸本 水

墨 明正统十一年 夏？

五一 苍筠谷图（部分） 卷 纸本 水

墨 明正统十一年 夏？

五二 苍筠谷图（部分） 卷 纸本 水

墨 明正统十一年 夏？

五三 苍筠谷图（部分） 卷 纸本 水

墨 明正统十一年 夏？

五四 山水图（部分） 轴 绢本 水墨

明 马轼

五五 捕鱼图 轴 绢本 水墨 淡设色

明 周文靖

五六 凤凰图 轴 绢本 水墨 明 林

良

五七 孔雀图 轴 绢本 水墨 明 林

良

五八 溪边鹈鹕图 轴 绢本 水墨 明

林良

五九 群雁图 轴 绢本 水墨 明 林

良

六○ 柳塘游鸭图 轴 绢本 水墨 明

林良

柳塘游鸭图（部分）

六一 货郎图 册页 绢本 设色 明

佚名

六二 鸳鸯图 轴 绢本 水墨 设色

明 吕纪

六三 冬景花鸟图 轴 绢本 水墨 淡

设色 明 吕纪

六四 百鸟三友图 轴 绢本 设色 明

吕纪

六五 四季花鸟图·春 轴 绢本 设色

明 吕纪

四季花鸟图·春（部分）

六六 四季花鸟图·夏 轴 绢本 设色

明 吕纪

四季花鸟图·夏（部分）

六七 四季花鸟图·秋 轴 绢本 设色

明 吕纪

四季花鸟图·秋（部分）

六八 四季花鸟图·冬 轴 绢本 设色

明 吕纪

四季花鸟图·冬（部分）

六九 柳荫白鹭图 轴 绢本 设色 明

吕纪

柳荫白鹭图（部分）

七○ 寒雀山茶图 轴 绢本 水墨 设

色 明 吕纪

寒雀山茶图（部分）

七一 雉鸡寒溪图 轴 绢本 设色 明

吕纪

七二 群鹭图 轴 绢本 设色 明 吕

纪

七三 鹭归图 轴 绢本 水墨 设色

明 吕纪

鹭归图（部分）

七四 溪鹤图 轴 绢本 水墨 设色

明 吕纪

七五 双鹰老松图 轴 绢本 水墨 淡

设色 明 萧海山

七六 花鸟图 轴 绢本 水墨 设色

明 萧增

花鸟图（部分）

七七 百鸟图 轴 绢本 设色 明 殷

宏

七八 早春花鸟图 轴 绢本 设色 明

殷宏

七九 汉钟离像 轴 绢本 设色 明

赵麒

八○ 江村风雨图 轴 绢本 水墨 淡

设色 明 吕文英

八一 货郎图·春景 轴 绢本 设色

明 吕文英

货郎图·春景（部分）

八二 货郎图·夏景 轴 绢本 设色

明 吕文英

八三 货郎图·秋景 轴 绢本 设色

明 吕文英

八四 货郎图·冬景 轴 绢本 设色

明 吕文英

八五 汉殿论功图 轴 绢本 设色 明

刘俊

八六 听箫图 轴 绢本 水墨 设色

明 刘俊

八七 刘海戏蟾图 轴 纸本 水墨 淡

设色 明 刘俊

八八 货郎图 轴 绢本 设色 明 佚

名

八九 四季山水图·谢安东山 屏 绢本

设色 明 佚名

九○ 四季山水图·周茂叔爱莲 屏 绢

本 设色 明 佚名

九一 四季山水图·陶渊明归去来 屏

绢本 设色 明 佚名

九二 四季山水图·王子猷访戴 屏 绢

本 设色 明 佚名

九三 布袋和尚图 轴 绢本 设色 明

弘治十六年 佚名

九四 四季花鸟图·春景 轴 绢本 设

色 明 李一和

九五 四季花鸟图·夏景 轴 绢本 设

色 明 李一和

九六 四季花鸟图·秋景 轴 绢本 设

色 明 李一和

九七 四季花鸟图·冬景 轴 绢本 设

色 明 李一和

九八 草虫图（之一） 轴 绢本 设色

明 李一和

九九 草虫图（之二） 轴 绢本 设色

明 李一和

一○○ 琴棋书画图·琴 轴 绢本 设

色 明 佚名

一○一 琴棋书画图·棋 轴 绢本 设

色 明 佚名

一○二 琴棋书画图·书 轴 绢本 设

色 明 佚名

一○三 琴棋书画图·画 轴 绢本 设

色 明 佚名

一○四 花鸟图 轴 绢本 设色 明

佚名

一○五 四季山水图·春景 轴 绢本

设色 明 佚名

一○六 四季山水图·夏景 轴 绢本

设色 明 佚名

一○七 四季山水图·秋景 轴 绢本

设色 明 佚名

一○八 四季山水图·冬景 轴 绢本

设色 明 佚名

一○九 行旅图 轴 绢本 水墨 设色

明 吴伟

一一○ 吹箫图 轴 绢本 水墨 明

吴伟

一一一 东方朔偷桃图 轴 绢本 水墨

淡设色 明 吴伟

一一二 酒醉图（部分） 卷 纸本 水

墨 淡设色 明 吴伟

一一三 高士图 轴 绢本 水墨 设色

明 吴伟

一一四 琵琶美人图 轴 纸本 水墨

明 吴伟

一一五 渔乐图（部分） 卷 绢本 水

墨 淡设色 明 吴伟（传）

一一六 许由巢父图 轴 绢本 水墨

淡设色 明 吴伟

一一七 寒江卖鱼图 轴 绢本 水墨

淡设色 明 佚名

一一八 松下布袋图 卷 绢本 水墨

明 佚名

一一九 渔樵问答图 轴 绢本 水墨

明 钟礼

一二○ 春景山水图 轴 绢本 水墨

明 钟礼

一二一 冬景山水图 轴 绢本 水墨

明 钟礼

一二二 高士观瀑图 轴 绢本 水墨

淡设色 明 钟礼

一二三 雪岭风高图 轴 绢本 水墨

淡设色 明 王谔

一二四 雪山行旅图 轴 绢本 水墨

明 王谔

一二五 携琴访友图 轴 绢本 水墨

淡设色 明 王谔

一二六 赏画图 轴 绢本 水墨 淡设

色 明 佚名

一二七 山寺图 轴 绢本 水墨 明

佚名

一二八 松荫书屋图 轴 绢本 水墨

设色 明 王世昌

一二九 山水图 轴 绢本 水墨 淡设

色 明 王世昌

一三○ 高士春山图 卷 绢本 水墨

淡设色 明 王世昌

一三一 高士吟秋图 轴 绢本 水墨

淡设色 明 王世昌

一三二 高士访隐图 轴 绢本 水墨

设色 明 王世昌

一三三 寒江独钓图 轴 绢本 水墨

设色 明 朱端

一三四 仿郭熙山水图 轴 绢本 水墨

淡设色 明 朱端

一三五 秋江泛舟图 轴 纸本 水墨

淡设色 明正德十三年 朱端

一三六 竹石图 轴 绢本 水墨 明

朱端

一三七 骑驴访友图 轴 绢本 水墨

明 马俊

一三八 泰山图 轴 绢本 水墨 淡设

色 明 叶澄（传）

一三九 藻鱼图（之一） 轴 绢本 设

色 明 刘节

一四○ 藻鱼图（之二） 轴 绢本 设

色 明 刘节

一四一 鱼蟹图 轴 绢本 水墨 设色

明 刘节

一四二 芭蕉美人图 轴 绢本 设色

明 姜隐

芭蕉美人图（部分）

一四三 渔夫图 轴 绢本 水墨 淡设

色 明 张路

一四四 苏轼回翰林院图 卷 纸本 水

墨 淡设色 明 张路（传）

一四五 山水人物图（之一） 册页 纸

本 水墨 明 张路

一四六 山水人物图（之二） 册页 纸

本 水墨 明 张路

一四七 山水人物图（之三） 册页 纸

本 水墨 明 张路

一四八 观瀑图 轴 绢本 水墨 淡设

色 明 张路

一四九 听琴图 轴 绢本 水墨 明

张路

一五○ 赏月图 卷 绢本 水墨 明

张路

一五一 女仙图 轴 绢本 水墨 明

张路

一五二 道院驯鹤图 轴 绢本 水墨

设色 明 张路

一五三 柳荫人物图 轴 绢本 水墨

明 郑文林

一五四 渔童吹笛图 轴 绢本 水墨

明 郑文林

一五五 山水人物图 轴 绢本 水墨

明 郑文林

一五六 虎图 轴 绢本 水墨 明 郑

文林

一五七 四季山水图（四幅） 卷 纸本

水墨 淡设色 明 蒋嵩

一五八 携琴访友图 轴 绢本 水墨

淡设色 明 蒋嵩

一五九 秋江渔艇图 轴 绢本 水墨

明 蒋嵩

一六○ 晚雪渔归图 轴 绢本 水墨

明 蒋嵩

一六一 空山独往图 轴 纸本 水墨

淡设色 明 朱邦

一六二 渔乐图（部分） 卷 纸本 水

墨 淡设色 明 李著

一六三 仿宋山水图 册页 绢本 水墨

淡设色 明 李著

一六四 观瀑图 轴 绢本 水墨 淡设

色 明 汪肇

一六五 醉归图 轴 绢本 水墨 淡设

色 明 陈子和

一六六 双鸟图 轴 绢本 水墨 淡设

色 明 陈子和

一六七 李白赏月图 轴 绢本 水墨

明 吴良智

一六八 寒山拾得图 轴 绢本 水墨

淡设色 明 蒋贵

一六九 神仙图 轴 绢本 水墨 淡设

色 明 佚名（传蒋贵）

一七○ 江岸对谈图 轴 绢本 水墨

明 佚名

一七一 寒山萧寺图 轴 绢本 水墨

明 佚名

一七二 芙蕖图 轴 绢本 设色 明

佚名

一七三 陪月闲行图 轴 纸本 水墨

明 杜堇

一七四 陶潜像 轴 纸本 水墨 明

杜堇

一七五 山水人物图 轴 绢本 水墨

设色 明 杜堇

一七六 伏生授经图 轴 绢本 设色

明 杜堇

伏生授经图（部分）

伏生授经图（部分）

一七七 水仙图 轴 绢本 水墨 明

释律

一七八 松鹤图 轴 纸本 水墨 明

佚名

一七九 雪中花鸟图 轴 绢本 设色

明 沈恢

一八○ 孔雀图 轴 绢本 设色 明

月洲

一八一 湖上阴屋图 团扇 绢本 水墨

设色 明 佚名

一八二 渔乐图 轴 绢本 水墨 明

王问

一八三 红梅图 轴 绢本 水墨 淡设

色 明 陆复

一八四 墨葡萄图 轴 纸本 水墨 明

王良臣

一八五 晴雪图（部分） 卷 纸本 水

墨 明弘治十七年 史忠

一八六 山水图 轴 绢本 水墨 明正

德四年 史忠

一八七 菊石野兔图 轴 绢本 水墨

设色 明 徐霖

一八八 马球图 卷 绢本 水墨 设色

明 佚名

一八九 四杰四景图·妻不下机 轴 绢

本 水墨 淡设色 明嘉靖二十年 谢时

臣

一九○ 四杰四景图·荷樵归晚 轴 绢

本 水墨 淡设色 明嘉靖二十年 谢时

臣

一九一 四杰四景图·王孙一饭 轴 绢

本 水墨 淡设色 明嘉靖二十年 谢时

臣

一九二 四杰四景图·破窑风雪 轴 绢

本 水墨 淡设色 明嘉靖二十年 谢时

臣

一九三 芦汀放鸭图 轴 绢本 水

墨 设色 明嘉靖十五年 谢时臣

一九四 危楼曲阁图（两幅） 轴

绢本 水墨 淡设色 明 谢时臣

一九五 蜀道图 轴 纸本 水墨

设色 明 谢时臣

蜀道图（部分）

一九六 华山仙掌图 轴 纸本 水

墨 淡设色 明 谢时臣

一九七 月梅图 轴 绢本 水墨

明万历二十九年 刘世儒

一九八 仕女图 轴 绢本 设色

明 佚名

一九九 钟馗嫁妹图 轴 纸本 水

墨 设色 明 许俊

二○○ 胡人出猎图（之一） 卷

绢本 设色 明 张龙章

二○一 胡人出猎图（之二） 卷

绢本 设色 明 张龙章

胡人出猎图（部分）

胡人出猎图（部分）

胡人出猎图（部分）

二○二 穆王骏骑图 轴 绢本 水

墨 设色 明万历三十一年 张龙章

二○三 ？目乔松图 轴 绢本 水

墨 淡设色 明崇祯二年 蓝瑛

二○四 仿梅道人山水图 轴 绢本

水墨 明 蓝瑛

仿梅道人山水图（部分）

二○五 山水图 轴 绢本 水墨

设色 明 蓝瑛

山水图（部分）

二○六 蝶恋花 扇面 纸本 水墨

设色 明 蓝瑛

二○七 花卉图 轴 绢本 水墨

设色 明 蓝瑛

二○八 仿梅花道人山水图 轴 纸

本 水墨 设色 明 蓝瑛

二○九 雪山行旅图 轴 绢本 水

墨 设色 明 蓝瑛

二一○ 辛巳为茂先画疏林图 轴

纸本 水墨 明 蓝瑛

二一一 山水图 轴 绢本 设色

明 蓝瑛

二一二 秋景山水图 轴 绢本 水

墨 设色 明崇祯十一年 蓝瑛

二一三 一江秋水图 轴 纸本 水

墨 设色 明 蓝瑛

二一四 杏坛弦歌图 轴 绢本 设

色 明 诚意

二一五 清明上河图（部分） 卷

绢本 设色 明 佚名

二一六 铁拐李与刘海戏蟾图 轴

纸本 水墨 淡设色 明 佚名

二一七 护法神像 轴 绢本 水墨

设色 明 佚名

二一八 释迦传道图（之一） 轴

绢本 设色 明 佚名

二一九 释迦传道图（之二） 轴 绢本

设色 明 佚名

二二○ 释迦传道图（之三） 轴 绢本

设色 明 佚名

二二一 释迦传道图（之四） 轴 绢本

设色 明 佚名

二二二 观音图 轴 绢本 设色 明

佚名

二二三 白衣观音图 轴 绢本 设色

明 佚名

二二四 罗汉图 轴 绢本 设色 明

佚名

二二五 金刚手 唐卡 棉布 设色 十

四世纪中后期至十五世纪前期 佚名

二二六 阿罗汉 唐卡 棉布 设色 十

四世纪中后期至十五世纪前期 佚名

二二七 高僧图 唐卡 棉布 设色 十

四世纪 佚名

二二八 伐那婆斯尊者 唐卡 棉布 设

色 十五世纪 佚名

二二九 萨迦派喇嘛像（部分） 唐卡

棉布 设色 十五世纪初 佚名

二三○ 大黑天神 唐卡 棉布 设色

十五世纪 佚名

二三一 十一面千手观音 唐卡 棉布

设色 十五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前期 佚

名

二三二 无量寿佛（部分） 唐卡 棉布

贴金 设色 十五世纪 佚名qUa万圣书城

 qUa万圣书城

 qUa万圣书城



《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》出版说明：qUa万圣书城

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自从有了人，他们便在各大洲之间流动，生活，繁衍，并进行交往。根据考古实物，在新石器时代，中国的彩陶便在新疆西部至中亚一带与西来的彩陶文化发生碰撞。有学者称：『美洲文明之母』的奥尔梅克文明与中国商代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(《中美学者发现实物证据美洲文明源自中国商代文化》，《港台信息报》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九日)。就近而论，中华文化与四周的交往，以汉唐与H本、朝鲜、东南亚国家以及中亚、欧洲交往为盛。中国绘画便是以友好交流的方式传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。qUa万圣书城

然而就近代欧美国家来说，其初对中国绘画甚少了解，十九世纪以前，流入欧美的中国画偶有一二’影响不大。到了十九世纪晚期，由于法国后期印象派所建立的新艺术理论’画家如塞尚(Paul Cezanne)、高更(Paul Gauguin)、梵•高(Vincent van Gogh)等，都受到当时流入欧洲的日本木刻(浮世绘)的影响，进而注意到中国与日本的绘画。当时英法等国都时有商人及传教士来华，部分中国画也由之传入欧洲。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，瑞典的斯文•海定(Sven Hedin)、匈牙利的斯坦因(Aurel stein)(后入英籍)、法国的伯希和(Paul pemot)等进入新疆和甘肃敦煌，掠走大批书画典籍，引起了欧洲文化界的关注•，加上战争、修铁路及其他工程的原因，因此流入欧洲的文物逐渐增多。但收藏仍以陶瓷为多，其次是铜器、玉器等。qUa万圣书城

美国收藏中国书画以波士顿美术馆为最早，开始于十九世纪晚期；其他如纽约大都会美术馆、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、费城大学博物馆等，多在二十世纪早期才开始收集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数十年间，更是大量收藏。直到今日’对中国书画的收藏、研究，美国都居于西方领导地位。中国历代名画流至美国，还包括战争或政权更替等原因而由华人和外国人带去的。

本文的第一、第二部分，主要结合笔者在美国、日本等国的访问讲学，通过读画，谈流入欧、美、日本的巾国卷轴画；第三部分结合对丝绸之路的考察，谈欧美诸国对石窟壁画、绢画等的掠夺及『敦煌学』。qUa万圣书城

一九八五年的金秋时节，经过一九七二年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，一九七八年国家开始经济改革，一九七九年邓小平访问美国之后，中美外交处在被称为『蜜月』的时期，历来被称为『老夫子』的我，第一次穿上西装，搭坐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，远渡重洋，开始走出国门，接触宽广的世界。

我开始接触到海外收藏的中国历代名画，是在密执安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期间。该校设有美术史系，而且有木校的美术博物馆(美术馆)，收藏的中国历代名画很多。密执安大学美术史专业资料室是美国的图片资料中心，藏有世界各国名画的幻灯片数十万张，还藏有台北故宫博物院全部藏画的照片和幻灯片，向全国提供。密执安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一样，是中国学生来美留学的一个中心，校内亚洲图书馆藏东方图书三卜五万册，中文资料卜七万册，期刊一f五百多种。该校美术史系教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同校内外美术馆藏品的收藏、鉴定、赏析相结合，每周都有一两次由教授带学生到校内美术馆看画和其他藏品的课程。边看边讲，学生提问，教授作答并讨论。其实习课即派学生到各大博物馆，参与保管、研究藏画的工作。因此，我在该校美术馆看到很多中国历代名画，主要有明代沈周的《松下芙蓉图》卷、曾鲸《潘梁老先生像》轴， 值得注意的是该馆还藏有清代人燊的《曾鲸自画像》。金陵画家中有张风卒前赠周亮工的《山水图》扇(是他的最后作品)、高岑《金陵胜迹图册》、『扬州八怪』之一高凤翰《花卉杂両册》、李蝉《紫藤石》轴，还有现代高剑父《牛》轴、溥心畲《鸟、朱竹》小幅等。qUa万圣书城

该校原美术史系主任艾瑞慈(Richard Edwards)教授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吋曾来中国参加抗n，夫人林维真是鼎鼎大名的林语堂的侄女。他们对中国十分友好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多次来中国，也收藏广很多中国名画。暇日到他家造汸，他令出所收藏的作品给我观摩，如南宋人无款<山水》团扇；清代安徽画派孙逸的作品极稀见，他却收有其一轴《山水》真迹。高风翰中风后第一次运用左手所作的《书画》卷及其N人李龙瞻写《高风翰像》，任颐《右军观鹅图》轴，现代张大千赠其夫妇《堪荷》横轴等，都是极精的作品。qUa万圣书城

其后我应郭继生博士之邀到麻省威廉学院讲学，除参观该学院美术馆藏画外，还参观了早已闻名的波 士顿美术馆。该馆成立于一八七六年，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美术馆，常自谓『我们的东方文物收藏在全美 居第一位』。该馆陈列中国文物的专室就有十大间，主要是绘画、雕塑、铜器、陶瓷等。在这儿我看到了： 西汉墓室壁画《上林苑驯兽图》等，一九三八年在河南洛阳八里台最早出土的西汉墓室壁画◦•， 北魏《宁懋石室》线刻画，其中宁懋肖像为北魏代表作；

《北齐校书图》卷，北齐杨子华创稿，唐代阎立本再稿，宋代摹本；

唐代阎立本(传)《历代帝王图》卷；

唐代张萱{捣练图》卷(宋拳本)0♦，

五代后梁关仝《崖曲醉吟图》，台湾学者李霖灿在《中国绘画史研究论集》说：『该馆只得一关令；符合 文献所载。再加南唐李后主金错刀题字，赵孟頫跋，知此即《宣和画谱》著录的赫赫名迹，流传有绪』•，

五代南唐周文矩《宫中图> 卷，此系其中部分段落；

北宋范宽《雪山萧寺图》团扇，经元文宗内府、项元汴、张则之、阮元、景贤收藏，上有『天历之宝j半印 等，是今传最能体现范宽画风的作品之一 ©;

范宽《雪山楼阁图》轴，经谢稚柳鉴定为真迹®;

北宋郝澄《人马图》斗方，宣和御府藏，载《宣和画谱》；

北宋徽宗赵佶《五色鹦鹉》，是少数国外流传的徽宗真迹®;

宋代《文姬归汉图》残册(存四页)，是宋代人真迹，旧传为李唐所画.，

南宋陈容《九龙图》卷，真迹®。

在宋以前的作品中，还有一轴《释迦出山图》，旧传为唐代尉迟乙僧作，后因发现『陈用志敬葶J题字’并 有图章，确认为陈用志作。陈用志是北宋重要画家之一，此当为他传世的唯一真迹。

至于元、明、清的名迹也极丰富。qUa万圣书城

继波士顿美术馆之后，我又访问了哈佛大学，参观该大学福格博物馆。在这里’ 一九二三年兰登.华尔 纳(L. Warner)从敦煌莫高窟盗走的十二幅唐代壁画引起了我的注意，这些壁画是华尔纳用当时最先进的 化学溶液、胶布这一最野蛮的手段粘走的。

该馆的收藏比较重视中国的考古发现，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、商周青铜器、洛阳金村出土的玉器等，特 别是山西天龙山石窟被盗的石刻佛像、藻井飞天浮雕精品及华尔纳从敦煌窃取的唐供养菩萨像。

敦煌藏经洞流失的绢画，这里藏有五代天福十年(九四五年)和北宋雍熙二年(九八五年)的两件精品， 五代南唐周文矩《宫中图》卷(華本)有一段也保存在这里。还有元代任仁发{神骏图>卷，清代石溪《山水》 轴，八大山人《瓜月图》轴等，北宋法华经刊本的《山水》木刻版画，也很值得重视。

哈佛大学的人类学系与我国有很密切的关系，这里培养了发掘安阳殷墟的著名学者李济博士，又培养 了在中美有影响的张光直博b (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，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，北京大学、厦门大学兼 职教授)，对中美的学术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。qUa万圣书城

纽约大都会美术馆也是中郭继生博士陪同，我第一次参观r美国最大的博物馆——大都会美术馆。据一九四六年美同 美术新闻年报的统计，该馆东方部就收藏有文物二万一千余件，其中绝大部分是屮国文物，包括青铜器、陶 瓷、雕塑等，绘画藏品吏令人瞩0。如：

唐代韩幹的《照夜白图》卷，在流传不多的韩幹作品中，恐怕要算唯一的真迹；

五代南唐周文矩{琉璃堂人物图>卷，虽为南宋舉木，但首尾齐全©，与《宫中图}卷的一段(方闻等文章 认为是南宋一〇四〇年院画家所；)®是了解周文矩人物画风格的最重要作品；

宋代《仿范宽山水图>轴，作风与范宽相类，也足研究范宽绘画的重要实物；

qUa万圣书城

北宋屈鼎《夏山图》卷’原题燕文贵作，《石渠宝笈二编》、《故宫巳佚书画目》著录，后在画面发现屈鼎款。 qUa万圣书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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